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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PID）技术要求及监

测规范》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22年 7月，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向中华环保联合会提交了《便携式挥发

性有机物检测仪（PID）》团体标准立项申请表，经专家评审，此项团体标准

于 2022 年 8 月获批立项，项目信息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网站（http:

//www. ttbz. org. cn）予以公示。

本规范由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大学、上海市计

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中华环保联合会 VOCs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主编、上海离

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华泰诺安探测技术有限公司副主编，上海市环境监

测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大学及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是本标准的

技术负责单位，承担总体编写及相关测试任务，中华环保联合会负责标准的过

程管理，参编单位有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江苏复森特种阀门有限公司、

天津智易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宁波纳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天瑞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尔康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盛密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青岛崂应海纳光电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英吉森安全消防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山东甲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2年 7月，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牵头成立标准编制组，由长期从事挥发

性有机物监测和 PID仪器研发的技术人员组成，主编单位包括上海市环境监测

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大学及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同时也明

确了各承担单位的分工和职责。

（2）查询资料，确定技术路线

2022 年 7 月～9 月，编制组查阅了国内外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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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的相关文献资料，并调研了 PID检测仪应用现状。针对当前便携式挥

发性有机物检测仪（PID）监测技术中存在的疑点和难点，经国内外相关分析

方法标准的研究与分析，确认本规范的技术框架。

（3）开展实验研究

2022年 8月～12月，编制组选择了 7个品牌的仪器，开展便携式仪器的

基础性研究试验，明确了规范制订工作安排以及技术内容试验方案等，并确认

设备性能指标，包括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示值误差、重复性和响应时间。

（4）组织方法验证

2023年 1月～4月，编制组依据性能测试和验证试验方案开展方法验证工

作，通过对异丁烯标准气体进行实验室验证测试，确定便携式设备性能要求。

（5）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3年 5月～8月，编制组汇总条件试验和方法验证的测试数据，并按照

《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565—2010）和《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的相关要求，编写

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6）专家审查

2023年 10月，中华环保联合会 VOCs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便

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PID）》专家审查会。

（7）意见征求

2023年 10月，完成《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PID）》（征求意见

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8）修改送审

2023年□□月，完成征求意见汇总处理，修改文本和编制说明，形成送审

稿。

（9）标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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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月，标准正式发布。

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2.1 挥发性有机物的危害

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简称 VOCs），是指参与大

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

物，在 20℃时蒸汽压不小于 10 Pa或者 101.325 kPa标准大气压下，沸点不高

于 260℃的有机化合物或者实际生产条件下具有以上相应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甲烷除外）的统称。一般包括烷烃、烯烃、炔烃、芳烃、酮、醇、醚、酯等

以及部分含有 N、O、S、卤素等替代原子的有机物。

VOCs按产生方式可分为自然源和人为源。自然源碳氢的排放量较大，主

要为甲烷、异戊二烯、单萜烯及其他 VOCs等。人为源主要是石油炼制、加工、

储存、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排放。石化行业是 VOCs最大排放源，其次涂料、

油墨、印刷、微电子、粘胶剂、干洗业等行业的溶剂应用造成大量 VOCs排放。

VOCs按排放方式分为固定源和流动源。固定源主要为各类企业生产活动、油

品化学品储罐呼吸、加油站输油等排放；流动源主要是机动车、船舶、飞机等

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发动机尾气的排放。

VOCs大量排放对人体产生健康危害，对环境影响也很明显。

（1）毒性与健康危害

VOCs组分对人体健康影响分为三种：一是感官刺激，包括气味对感官的

刺激，还会使人感觉皮肤干燥等；二是黏膜刺激和其他系统毒性导致的病态，

刺激眼黏膜、鼻黏膜、呼吸道和皮肤等，VOCs组分很容易通过血液进入大脑，

从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抑制，使人产生头痛、乏力、昏昏欲睡和不舒服的

感觉；三是基因毒性和致癌性。

（2）环境危害

VOCs普遍具有光化学活性，是形成 PM2.5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排放至

大气中的 VOCs组分与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一次污染物在大气中经紫外线照

射，发生光化学反应，形成最终产物为 O3和 PM2.5，导致光化学烟雾、城市灰

霾等复合大气污染。部分 VOCs还能增强温室效应，具有累积性和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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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

为加强石化、化工、包装印刷、工业涂装等 VOCs排放重点行业监测监控，

2019年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的

通知》（环大气〔2019〕53号）提出，鼓励企业配备便携式 VOCs监测仪器，

及时了解掌握排污状况。加快出台 VOCs便携式监测技术规范。

2020年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印发<生态环境综合执法装备标准化建设指

导标准 2020年版>的通知中》（环办执法〔2020〕35号）明确将手持式光离子

化检测仪（PID）列入现场执法辅助设备。

2021年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

通知》（环大气〔2021〕65号） 要求采用便携式设备对旁路废气排放情况进行

现场检测。

3 国内外相关方法研究

3.1 国外相关方法研究

3.1.1 国外相关方法

随着传感器在环境空气监测中的应用逐渐增加，对设备性能的标准化研究

是近些年国际上广泛关注的重点。欧盟 European Metrology Research

Program （ EURAMET ） 和 美 国 EPA Air Quality Sens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enter(AQ-SPEC)，根据自己的测试程序对空气传感器进行实验室

和现场测试，包括 CO、NO、NO2、CO2、O3和颗粒物传感器。但针对 VOCs

传感器的测试，仅有美国 EPA对部分设备进行了测试，大多设备效果欠佳。且

研究表明 VOCs传感器在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传感器可受到环

境湿度、温度和干扰气体的影响，目前尚未对相关影响的系统性研究。

传感器设备使用的技术规范方面，2017 年 8 月颁布的 METHOD 21 -

DETERMINATIO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LEAKS标准方法，

规定了针对高浓度 VOCs泄漏监测设备的使用技术要求。

3.1.2 与本方法标准的关系

编制组未查询到国外相关便携式 PID监测仪的技术要求和监测规范。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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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21中的仪器性能、零点校准、量程校准和响应系数等，可供本方法

研究参考。

3.2 国内相关方法研究

3.2.1 国内相关方法

2007年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光离子化检

测仪校准规范》（JJF1172—2007），规定了计量特性指标包括测量范围、示值

误差、重复性、响应时间、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及相关校准项目、校准方法和

校准结果表达。

表 1 计量特性指标

项目 性能要求

测量范围 摩尔分数 0~2000×10-6
示值误差 允许误差限：±10%F.S
重复性 相对标准偏差不大于 3%

响应时间 ≤ 20 s
零点漂移 ±5%F.S
量程漂移 ±5%F.S

2016年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发布《固定污染源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自

动监测系统 光离子化监测器（PID）法技术要求》（DB44/T 1947—2016），标

准适用于固定污染源总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光离子化检测器

法）的应用选型、性能检验及验收，主要规定了高浓度 VOCs排放源连续监测

PID设备的技术要求。

表 2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测定下限 ≤ 5 mg/m3

重复性 ≤±3%
响应时间 ≤ 20 s
零点漂移 ≤ 2 mg/m3

2019年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发布《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分析仪》（T/ZZB

1022—2019），标准规定了用于挥发性有机物分析的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分析

仪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承诺等。标准适用于总烃、甲烷、

非甲烷总烃和苯系物等有机物检测的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分析仪。

表 3 主要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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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性能要求

定性重复性误差 ≤1%
定量重复性误差 ≤3%

稳定性 4 h≤3%；24 h≤10%。

示值误差 ±5%F.S
量程和线性 不低于 3×104mg/m3（以碳计）

3.2.2 相关仪器设备应用现状

在商业上可用于监测 VOCs的传感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识别爆炸

风险的传感器，包括热传感器（热敏电阻）和红外辐射吸收传感器。另一类是

用于监测 VOC气体的传感器，包括电化学、固体电解质半导体和光离子化传

感器。

光离子化检测器（PID）作为一种检测手段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早

在 1957年 Robinson首先报导了这种仪器的研制。1974年前后，PID研制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进入了实用阶段。1983 年光离子化学被美国国家环保局

（EPA）、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局（OSHA）和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

（NIOSHA）定为环境大气中有毒物质分析检测方法。随着 PID技术的快速进

步，美国的华瑞（RAE）、英思科（Indsci）和英国的离子科学（Ion Science）

公司均推出各具特色的 PID系列产品，但主要针对μmol/mol级高浓度泄漏气体

的测量。1993 年 Ion Science 公司生产出是世界上第一台最低浓度可达

1nmol/mol的高精度 PID。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MOS）于上世纪 30年

代开始发展，自 1967 年，日本费加罗（Figaro）公司推出金属 Pd 和 Pt 的

SnO2 气敏原件后，气体传感器实现了商业化，目前两种传感器均可达到

nmol/mol级别测量，在气体监测领域广泛应用。

我国对传感器的研究稍晚，于上世纪 80年代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在

近 20年取得了快速发展，涌现出 10余家传感器研发生产商和上百家传感器设

备集成商。国内市场上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设备的传感器多来自于英国离子科学

公司、英国 Alphasense公司和美国 Baseline公司等，少数来自国内自主品牌，

监测设备多数采用光离子化检测器，部分采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

近些年来，除了老牌 PID 传感器厂家（霍尼韦尔、 Ion Science、

Baseline），还出现了纳华、盛密、镁汇、苏萨等新兴 PID传感器厂家，每年传

感器产量约几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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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层面上除了传统的霍尼韦尔（RAE）、Ion（Tiger），现在市面上也涌现

了青岛明华、江苏天瑞、天津智易时代、北京华泰诺安、北京科尔康等便携式

设备集成商，年产量近万台。

PID设备按照仪器性能可用于有组织和无组织监测。有组织监测采用高量

程传感器，用于常规管路及旁路浓度测试。特定环境需要降温除湿且不会导致

浓度损失的措施。无组织监测采用低量程传感器，用于日常点位巡检及监测。

一旦超过设定安全量程，应及时撤离。主要应用领域包括土壤污染检测：废渣

埋填中的 VOC、IAQ 测量工业挥发物、染料与化学储存品的泄漏：健康与安全；

STEL与 TWA监测、密闭空间预警、急救者筛检； VOC泄漏检测；机翼油箱

进入、医院医学气体、熏烟气体、飞逸性排放等。

便携式 PID设备的优点在于快速方便、操作简单，与非甲烷总烃有对应关

系；在可定性的情况下，设备可以定量分析。缺点是设备在现场可能无响应，

在无法定性的情况下，无法进行定量分析。目前影响便携式 PID设备测试结果

的三个主要因素：

（1） 应用场景：场景中如存在不响应因子，则会影响数据准确性；

（2） 传感器量程：过大的量程会导致环境测量数据失真；

（3） 校准系数：复杂环境下校准系数无法选择，仅针对已知浓度的因子；

PID传感器测量对象是紫外灯（目前多采用 10.6eV）可响应物质的总和，

并非现场实际的挥发性有机物，故在传感器校准准确的前提条件下，对现场情

况分析后，方可进行应用，包括部分无机物和挥发性有机物。

表 4 常见烟气的校正系数

化合物中文名 电离能 校正系数

氨 10.18 8.5

硫化氢 10.46 4

乙烷 11.56 0

三氢化磷 9.96 2

丙烯 9.73 1.4

苯 9.24 0.5

3.2.3 与本方法研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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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内亟需制订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 PID的技术要求和监

测规范，从而填补国内空白，推动挥发性有机物便携式监测设备行业的有序发

展，以丰富挥发性有机物快速检测的技术手段，支撑监测执法联动。

4 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基本原则

编制组本着科学性、通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在广泛调研相关资料和仪

器应用现状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研究和完善，确保标准规定的仪器性能指标及

技术要求满足相关环保管理工作的需求。

（1）科学性 本规范通过详细的实验室测试，为性能指标的制定提供了详

细的数据支撑。充分考虑到现有传感器的技术水平后，制定了较为合理的测试

方法。

（2）通用性 本规范充分考虑了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的实际应用场

景，在对相关技术指标限值进行适当规定，有利于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

的快速准确响应。

（3）可操作性 本规范建立了可操作的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的技术

要求，适用于目前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的市场现状。

4.2 技术路线

（1）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确定本项目的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关键

环节，编写试验方案。

（2）调研国内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的市场现状，选择市场占有率较

高、技术较成熟的仪器，进行实验室性能测试；

（3）根据研究资料和验证试验结果，按照《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

南》（HJ 565—2010）和《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GB/T 1.1—2020）要求，起草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召开标

准技术审查会；

（4）对征求意见进行汇总分析，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和编制说明的送审稿；

（5）送审稿经审查合格后，提交标准和编制说明的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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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的制订技术路线见下图。

图 1 技术路线图

5 方法研究报告

5.1 范围

本规范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附录共九个部分。

本规范适用于采用光离子化检测器（PID）原理测试挥发性有机物浓度的

便携式仪器。

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要求，适用范围为必备要素。 标准框架参考《便携式挥发性有机

物分析仪》（T/ZZB 1022—2019）。

5.2 术语和定义

本规范规定了挥发性有机物、光离子化检测器共两个术语和定义。

根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要求，术语和定义为必备要素。

挥发性有机物定义参考《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3.1，未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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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离子化检测器定义参考《气相色谱法术语》（GB/T4946—2008）3.6.4.4，

未做修改。

5.3 基本要求

本规范基本要求规定了外观、仪器结构及功能、工作条件、防爆要求、振

动要求和电磁兼容性要求。

外观规定了外壳材质和表面电阻，表面保持清洁，零部件无松动，以保证

光离子检测器等关键部件的正常工作。

仪器结构及功能参考《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检

测仪》（HJ 1012—2018），明确了样品采集单元气路需采用惰性化材料，如

不锈钢或聚四氟乙烯管等。为防止颗粒物污染仪器，可设置精细过滤器。数据

采集单元应具有采集、记录、处理和控制等功能。

工作条件参考《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分析仪》（T/ZZB 1022—2019）及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检测仪》（HJ 1012—2018）

相关要求。

防爆参考《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通用要求》（GB 3836.1—

2021）、《爆炸性环境 第 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GB 3836.2—

2021 ）、《爆炸性环境 第 4 部分：由本质安全型 “i”保护的设备》（GB

3836.4—2021） 相关要求，以便于防爆区域的应用。

振动参考《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GB/T 11606—2007）相关要求。

电磁兼容性参考《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 1部

分：设备通用要求》（GB/T 18268.1—2010）相关要求。

5.4 性能要求

编制组采用异丁烯标准气体进行实验室验证测试，验证工作依据《便携式

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PID）》附录，为保证标准中各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设定测试指标和浓度，具体项目如下：

（1）相关系数。根据标准附录 A中 A.1规定的测试方法实施，测试浓度

为零气及≤20%、40%~60% 和 80%~100% 满量程的标准气体。

（2）重复性。根据标准附录 A中 A.2规定的测试方法实施，测试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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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0%满量程的标准气体。

（3）响应时间。根据标准附录 A中 A.3规定的测试方法实施，测试浓度

为 40%~60%满量程的标准气体。

（4）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根据标准附录 A中 A.4规定的测试方法实施，

包括零点漂移和测试浓度为 40%~60%满量程标准气体的量程漂移。

（5）示值误差。根据标准附录 A中 A.5规定的测试方法实施，测试浓度

为≤20%、40%~60% 和 80%~100% 满量程的标准气体。

共计 7家厂商的 24台设备参与实验室测试研究，测试项目、方法和所测

试标准气体与标准方案一致。

5.4.1 相关系数

依次通入零气和梯度浓度（≤20% 、40%~60% 和 80%~100% 满量程）的

异丁烯标准气体，记录零气和标准气体通入设备后的稳定显示值，每个浓度重

复 3 次取平均值，按下式计算相关系数�。

� = �=1
� Cj� − ��� × ��� − ��

�=1
� Cj� − �� 2 × �=1

� ��� − ��
2��

式中：

� ——相关系数

Cj� ——j 浓度时，设备 3 次响应平均浓度值，μmol/mol；

��——设备响应浓度平均值，μmol/mol；

���——j 浓度时，标气浓度值，μmol/mol；

�� ——标气浓度平均值，μmol/mol。

下表统计了相关系数�的结果。75%的设备可达到 0.995，因此规定相关系

数异丁烯�≥0.995。
表 5相关系数

异丁烯

75%的设备相关系数� >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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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异丁烯相关系数箱型图

5.4.2 重复性

通入 40%~60%满量程的异丁烯标气，仪器重复测试 6 次，记录检测结果。

重复性以单次测量的相对标准偏差来表示，按下式计算设备的重复性��。

�� = 1
��

�=1
� �� −��−�� 2�

�−1
× 100%

式中：

��——设备重复性，%

��——该设备第 i 次测量的显示值，μmol/mol；

��——设备显示值的平均值，μmol/mol；

n ——测量次数（n≥6）。
表 6重复性测试数据

厂商 平均重复性（%）

P01 0.24
P02 0.42
P03 0.15
P04 1.29
P05 0.20
P06 0.75
P07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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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重复性箱型图

综上可知，各品牌试验设备的平均重复性范围为 0.15~1.29 %，75 %的设

备不超过 1 %，因此标准规定重复性测量误差不超过 1 %。

5.4.3 响应时间

通入 40%~60%满量程的异丁烯标气，记录仪器读数稳定后的显示值 C0。

随后通入洁净空气，待示值下降并稳定后，再次通入 40%~60%满量程的异丁

烯标气，并开始计时，当待测仪器显示值上升至 90 %C0时，停止计时；记录

所用时间，重复测试 3次。

表 7响应时间测试数据

厂商 平均响应时间 T90（s）
P01 6.27
P02 4.90
P03 3.88
P04 6.73
P05 11.24
P06 17.26
P07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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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响应时间箱型图

综上可知，各品牌试验设备的响应时间范围为 3.88~17.26 s，参考《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光离子化检测仪校准规范》（JJF1172—2007）和《固定污染源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光离子化监测器（PID）法技术要求》

（DB44/T 1947—2016），规定响应时间要求≤20S。

5.4.4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仪器稳定后调零，通入零气，记录读数为 �0，然后通入 40%~60%满量程

的异丁烯标气，稳定后读取示值 �0，撤去标气，仪器连续运行 1 h，每隔 15

min重复上述操作 1次，通入零点气和异丁烯标气，分别读取 �1、�1，共做 4

次。记录检测结果。

�� =
�1 − �0

�

� =
�1 − �0

�

式中：

��——设备的 1 h零点漂移，%；

�0——设备的初始零气测量值，μmol/mol；

�1——设备运行 1 h后的零气测量值，μmol/mol；

�——仪器满量程，μ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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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设备的 1 h示值漂移，%；

�0——设备的初始 40%~60%满量程标准气体测量值，μmol/mol；

�1 ——设备连续运行 1 h 后的 40%~60%满量程标准气体测量值，

μmol/mol。
表 8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测试数据

厂商 零点漂移（%） 量程漂移（%）

P01 0.008 0.75
P02 0.027 0.55
P03 0.000 2.52
P04 0.020 2.11
P05 0.002 0.25
P06 1.067 1.20
P07 0.305 0.15

图 5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箱型图

综上可知，各品牌设备的零点漂移范围为 0.00~1.07 %，75 %的设备不超

过 0.03 %；量程漂移范围为 0.15~2.52 %，75%的设备不超过 1.50 %。参考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光离子化检测仪校准规范》（JJF1172—2007），规定零点

漂移不超过满量程的±2 %，量程漂移不超过满量程的±2 %。

5.4.5 示值误差

示值误差是判断仪器在量程范围内测量准与否的重要指标。依次通入≤

20% 、40%~60% 和 80%~100% 满量程的异丁烯标气，每种浓度连续重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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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3次，记录检测结果。按下式计算设备各浓度点的示值误差e。标准气体在

设备上的测量值应根据设备的响应系数表对应系数换算后，再计算误差。

∆� =
�� − ��

��
× 100%

式中：

e——各浓度点的示值误差，%；

��——换算后，该设备 3次测量浓度平均值，μmol/mol；

��——标准气体浓度值，μmol/mol。

表 9示值误差测试数据（单位：μmol/mol）

项目 P01 P02 P03 P04 P05 P06 P07

标气浓度 20

20% 0.07% 0.00% -0.11% 0.12% -0.04% 0.02% 0.02%

50% 0.09% 0.00% -0.14% 0.31% 0.00% 0.11% 0.06%

80% 0.09% -0.05% -0.16% 0.45% -0.01% 0.53% 0.07%

标气浓度 2000 100 200 300

20% 1.97% -0.40% 0.84% 10.00% -1.08% 12.58%

50% 0.57% -1.55% 3.40% 14.93% -3.24% 27.01%

80% -4.73% 1.02% 7.62% 13.78% -6.60% 42.21%

图 6示值误差箱型图

综上可知，各品牌设备 20 μmol/mol 标准气体的示值误差范围为 -

0.16~0.53 %，100 μmol/mol标准气体的示值误差范围为 10.00~14.93 %，200

μmol/mol标准气体的示值误差范围为-6.60~-1.08 %，300 μmol/mol标准气体

的示值误差范围为 12.58~42.21 %，2000 μmol/mol标准气体的示值误差范围

为-58.57~7.62 %，不同浓度下 75%的设备示值误差均未超过 15 %。因此规定



17

示值误差不超过满量程的±15 %。

5.5 检验规则

根据《无损检测仪器 抽样、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基本要求》（GB/T

33885—2020）中的相关规定，本规范的检验分类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并规定了检验周期、抽样方案、检验项目、判定规则及处理措施。

5.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参考《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GB 4793.1—2007）、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8）、《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3384-2008）相关要求，规定了标志的位置和信息要求；包装箱信息

及随机文件；运输、贮存过程要求及期限等。

5.7 测定

本规范在第 8章对测定做了规定，按仪器使用说明书，连接管路、采样探

头等，开启仪器电源，待仪器预热稳定。预热时间按仪器说明书要求，无明确

要求的，预热时间不少于 15 min；并在预热完成后进行仪器的气密性检查；以

仪器规定的采样流量连续自动采样，待仪器读数稳定后即可记录读数，每分钟

保存一个均值，连续取样 5 min～15 min 测定数据的平均值可作为一个样品测

定值。在测量完成后，应将仪器置于清洁空气中稳定后关机。

5.8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本规范在第 9章对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周期、内容及标准气体做了规定。

5.9 注意事项

本规范在第10章对仪器工作环境、仪器使用及个人安全防护做了规定。

6 先进性说明

本规范为专门针对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PID）的标准化规范。本规

范规定了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PID）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基本要求、性能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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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上便携式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PID）品牌众多、技术水平层次不齐、

缺乏统一质量控制要求的局面，在大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兼顾技术现状和发

展趋势，规定了可行的设备性能指标及测试方法、质控要求等。

7 征集意见情况及处理

编制组于 2023年 10月□□日至 11月□□日于□□□□网站上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编制组于 2023年□□月□□日，通过邮件、传真等方式致函□□家单位书

面征求意见。包括通过书面文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共收到□□家单位

□□条反馈意见，逾期未反馈视为无意见。除去重复意见，共□□条，其中采

纳□□条，部分采纳□□条，不采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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